
17 
 

不同性質的機構工作，擴大了職業治療的服務範圍。其它的發展還有在社區及老人院開展新服

務。當時的 “香港職業治療師協會”也通過展覽和會議向大眾推廣職業治療與健康的關係。理工

學院亦透過開放日吸引新生入學。 

 

新畢業生由於工作的須要，發展了不少當地語系化的評估，例如香港兒童發展評估表，因

為香港兒童的手部發展較早，但粗大動作則較慢。亞洲人在日常生活上與西方也有分別，例如

使用碗筷進食，使用蹲廁和水桶洗澡等。 

 

在專業註冊事宜上，有關是否採用英國系統的第一及第二部分註冊模式的討論約十年之

久，論點在第二部分註冊的治療師是否須要在第一部分註冊的治療師一年的督導下工作才能獨

立執業？專業註冊的概念是保證專業水準及市民的福祉。《輔助醫療條例．359 章》終於在 1991

年適用于職業治療師，同期執行的還有醫務化驗師。物理治療師的註冊在 1997 年開始執行，法

例要求未有一年「認可經驗」的治療師先在 1b 部分註冊，這與職業治療師的第一及第二部分註

冊模式相似。 

 

1991 年理工學院升格為大學，這推動了課程的轉變。康復科學學系亦正式成立，有些第一

屆的畢業生去外國學習後也成為講師。市場對更高學歷的需求不斷增加，結果理工大學亦增加

了碩士與博士的培訓，本地訓練的講師亦陸續替代外國講師。由於醫療與社會機構對職業治療

師的需求日慚增加。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例如人口老齡化，發展重點將如強社區的服務，現

時已有第二所職業治療本科課程培訓學生。現時香港註冊的職業治療師超過 1670 人，其中不少

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 

 

 

歐陽耀東 

香港屯門醫院高級職業治療師 

引言 

職業治療是一門將科學應用在臨床治療的輔助醫療專業，目的是協助有不同病患的人士恢

復功能，再融合於生活的不同崗位和角色，重建有意義的生活。因此之故，在職業治療的課程

中，臨床學習與實踐是每位學員必經的基礎訓練，也是這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以培育學員

建立高水準的專業服務能力。事實上，國際專業認可的職業治療基礎課程，內容必須包括最少

一千小時的臨床學習和實踐，並且在不同領域，如身體殘障和精神病患的康復治療中取得臨床

經驗，才能獲得職業治療的專業資格。我有幸在過去二十年有份參與臨床教學的工作，見證了

一代接一代職業治療精英的出現，他們現今都能在不同崗位領域上領導發展，更且青出於藍。

而當同儕有機會聚首交流時，除了分享大計及發展外，也會回味昔日學習和受訓時的經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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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臨床學習和實踐，是往後持續專業成長和貢獻的基礎。 

 

在香港，職業治療課程主要的提供者是香港理工大學，而香港醫院管理局則是為學員提供

最多臨床學習機會的機構。我們共有超過十間不同性質醫院內的職業治療部門，設立了臨床教

學組，給學員基礎專業的訓練。整個學習的大綱，是由臨床教學並大學的老師共同訂定，並且

與課程的發展配合，務求讓學員在不同階段中能將學院的學習與臨床的實踐結合。我們將這超

過一千小時的臨床學習，分成四個學習階段，其中最後兩個階段的臨床學習，會安排在課程的

最後一年，讓學員有充份機會，全面將課堂的知識理論，應用在臨床的實踐，建立他們的專業

能力和信心，以準備在他們畢業後，能儘快投身專業的服務。 

 

首階段臨床學習 

首兩個臨床學習，分別為期兩至三周，在學員四年制課程中的第二年學習內安排。這時，

學員透過課堂的學習，對職業治療的工作與功能、服務的輪廓與大綱等已有初步認知，而這階

段的臨床學習，正好讓他們能在實際的治療環境中，觀摩並參與部份臨床治療的工作。這階段

學習的最重要的使命，在於讓學員們夠體會職業治療的概念和原理，是如何在臨床環境中運作

並實踐；引導他們瞭解並建立專業服務的態度與行為；而且也能讓學員經驗與病患者接觸、建

立適切治療關係，並體味職業治療在治療團隊中的角色和貢獻。 

 

按以上所述的臨床實習使命，除了安排學員觀察職業治療不同的工作範疇，如骨科、內科、

外科、腦神經外科、及職業複康科等治療組別外，還會讓學員思考職業治療過程（Occupational 

Therapy Process）如何成為我們服務的基礎，並瞭解不同治療的理論及模範（Occupational Therapy 

Theory and Models）怎樣引導著不同的治療方向。因此，除了臨床觀察，學員的準備、分享和彙

報，及導師們的總結等都是不可缺少的，事實上，經過這首階段的臨床學習，差不多全部學員

都會對職業治療的基礎理論有豁然開通之感。 

 

另外，這時也是學員首次以「實習職業治療師」的身份與病患者接觸。除了有機會練習一

些昔日曾學習過的評估和治療技巧外，更重要的是磨練與病患者的溝通及建立合適的治療關

係。曾有學員在此醒覺到自己在過往的成長，因為過於關注自己的知識學習而忽略了待人處事

的藝術與重要性，因而在往後日子加強了與人互動，和培養自己對周遭事物的觸覺。除此以外，

我們也訓練學員從所接觸的真實個案中，建立自己對病患者在家庭、工作及生活角色中能力與

欠缺的觀察和掌握能力，作為將來提供全面治療的根基。 

 

在這階段，學員還要對認識及建立專業服務的態度和行為，例如守時、做事有條理、持守

機密原則、負責任、主動學習並培養積極投入等態度，並且需要評估自己的能力與興趣，職業

治療這專業是否自己未來要投身的事業呢？這階段是一個關鍵時間，以為這專業預備和尋找合

適的接棒人才。因此作為臨床教學的導師，這時需要花上時間，去瞭解和引導個別學員，與他

們多有深入溝通，為他們未來的學習與工作，建立穩固的基礎，因此我會儘量放輕其他臨床或

管理等工作，專心與學員一起渡過這基礎而關鍵的時刻。曾有學員，在這階段中體會自己的興

趣取向，並不是複康及協助病患人士康復的工作，因而更換了在大學的學習科目，因而得著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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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成就。而更多學員在這階段的臨床學習中，大大加強了對這專科的認識、興趣與委身，不

單在往後的學習中突飛猛進，更在畢業後的專業服務中展示非凡的貢獻。 

 

次階段臨床學習 

這階段是學員們完成三年學院的學習後，首次長時間的實習，為期差不多兩個月。他們在

課堂上學習了大部份職業治療的服務，並對不同病症有基礎的認知，現在正是臨床實踐及驗證

概念和理論的時刻。因此，學員會被安排學習處理一系列症狀，接觸不同病患者，對專業知識

及技能加以整固、應用和實踐，運用專業過程來評估、計畫、提供治療，並跟進病患者身心不

同功能的進度和生活角色要求，在導師的指導下調整治療計畫。另一方面，也持續建立正確的

專業態度和行為，成為以後專業服務的基礎。 

 

在這個階段，學員最需要有專業的典範，從臨床導師的身上領受學習，加上自己的分析、

融會和選取，從而逐漸建立自己的專業風格和態度。因此，學員會被安排在指定工作範疇，跟

從一位富經驗的同事作為導師，從他們的工作中作出學習。這位元臨床導師，不單需要在專業

知識和技能方面能成為培訓者，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則，讓學員從他的專業態度、處事手法、和

團隊合作中學習，作為學員的榜樣。我體會這樣臨床學習和實踐的安排，是超越了一般人所認

識的「師徒」關係，因為在過程中不單是知識或技能的傳遞，而是加上了不同層面的交流和相

互影響，甚至好像是在人生旅途中同行的一段過程。我見到不少例子，當導師們以身作則，展

示他們對這專業的熱誠，並他們卓越的知識和技術時，不少學員在畢業後，都會渴望跟隨這位

元導師，再度投身在他們曾學習的工作範疇，繼續發展導師們開創的工作，從昔日導師學員的

身份，轉變成為工作上的好夥伴。 

 

這階段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引導學員們領會「全人」的治療（holistic approach）。透過個案

的治療計畫和討論，及接觸病患者的照顧者和瞭解他們的處身環境，學員們可建立對病患者功

能和需要的整全瞭解，並學習以正確的優先次序來訂定他們的療程，這是思考、實踐與驗證的

結合。這階段可說是建立學員的艱辛時刻，可幸臨床教學的擔子雖然真的不輕省，但今天的辛

勞，可望帶出未來對專業有貢獻的楝梁呢﹗ 

 

三、四階段臨床學習 

這兩階段的培訓在學員完成整個專業學習前完成，每階段約有八周的臨床學習。他們已經

大致完成了所有知識和理論層面的學習，也有次階段的實踐經驗，雖然第三及四階段的臨床學

習，都會面對新的工作範疇，但對大部份學員來說，在專業的過程應用、治療的理論和模範等

重點的掌握上（O.T. process, OT theory and models），都已是駕輕就熟了，所以在這最後階段的

實習，當然會更上一層樓。 

 

這時，臨床學習和實踐的目標，是要給學員提供機會，讓他們鞏固、融合並應用各樣知識

和技能，並深化正面的專業態度和行為，他們需要主動學習、操練臨床判斷和決策，並且評估

自己所提供的治療，以求持續改進，切合病患者的進展和需要。這時，臨床教學導師需要與學

員們有足夠的個案討論時間，引導學員表達他們思考，包括治療的理論基礎、目標、治療進程



20 
 

的安排等，再彼此交流觀點和心得，讓學員在實踐上，手到心也到，並且既有獨立思考，也能

從他人身上學習。在這階段，除了臨床實習外，我們也可與學員更多交流日常事務的安排和運

作，管理架構，未來專業發展和需要等，也可讓學員嘗試參與工作流程編定和人手安排等。這

些基本的管理和運作構念，都有助學員們在未來不同崗位上得以儘快投入和適應。 

 

回首之樂 

參與臨床教學已有二十年，我的滿足與樂趣遠比艱難和不快為多。能夠親身見證一代接一

代的專業人才興起，他們從昔日對職業治療這專業一知半解，處理病患者時裹足不前，到今天

不單能獨當一面，甚至成為協助專業持續發展的中流砥柱，也有參與臨床教學的工作，的確教

自己深感欣慶。作為臨床教學的一份子，在與學員們共渡他們成長的一個階段時，我體會自己

有著不同的身份和角色。 

 

首先當然是成為學員們的老師、導師和「教練」。當學員們在品格、技巧和理論方面尚在建

立和磨練時，我們既要示範、指導、安排實踐、也要討論交流，並引導他們探索、建立獨立思

考，幫助學員從倚賴前輩到能幹勝任，這絕對是我們的一個任重道遠的使命。 

 

其次，我們也是把關和評估者。臨床教學除了需要為專業預備合適的人才外，也要引導不

合適的學員發掘和投身其他興趣或行業，這方面可能是臨床教學最艱巨的工作。在發現有學習

困難的學員時，我體會除了要與學院緊密溝通合作，嘗試透過訂立長短期實習目標、更多示範、

討論引導，及檢討回顧外，我們更需要協助學員能對自己的需要和缺乏有所認知，並且在坦誠

開放和互相信任的基礎上，與學員共渡臨床學習的挑戰。的確，在學院的學習，很多時未能讓

學員真實認識自己的優劣和志趣，反而臨床實習是最佳處境，讓彼此瞭解職業治療是否是個人

理想合適的事業。要決定並安排學員重複實習，以打好根基，甚至引導他們尋找新的學習和事

業方向，雖然極不容易，但其實對學員以致專業來說，都是利多於敝的。 

 

由於學員在臨床實習時，往往顯露了他們的性情、品格、成長的強項與不足等，作為教學

老師，我們往往成為他們在這人生階段的同行者。也有學員傾訴他們的甚至未曾對父表白的心

底話，所以，有些時候，隨了臨床教學外，我們也會分享自己的成長和對人處事等，給學員一

些可供參考的人生經驗。 

 

小結 

臨床教學對學員的學習並為專業提供新一代的投身者，有著不能或缺的角色。學院教學與

臨床實踐的老師們需要緊密的溝通和策劃，使理論與實踐得以互相緊扣，並肩向前，讓學員們

得到最佳的準備，成為未來出傑出的專業人才。而學員在過程中不單技能與知識有所增長，性

情和品格也受到正面的鍛煉和準備。我見到整個學習的安排不斷向前成熟邁進，而且長江後浪

的湧現，一代接一代的專才誕生，這是我最大的滿足。 

 

 

 


